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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目的 探讨中西结合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细胞免疫所发挥的作用。方法 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至我院收治的

100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当做研究对象，并以抽签法将其均等划分为观察组（50例）及对照组（50例），对照组采取常规西医

治疗，观察组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对两组治疗前后T细胞亚群、血清IL-6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加以对比。结果 治疗前，

两组CD4+、CD8+、CD4+/CD8+、IL-6对比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P＞0.05；治疗后，两组CD4+、CD8+、CD4+/CD8+、IL-6

均优于治疗前，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，P＜0.05，且观察组的CD4+、CD8+、CD4+/CD8+、IL-6均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

计学意义，P＜0.05；两组不良反应并发症对比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P＞0.05。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

能够增强细胞免疫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，值得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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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尿病肾病属于一种糖尿病常见并发症，具相关研究资

料统计[1]，此并发症在糖尿病之中的发病率可达 25%~30%，
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，此病发生率仍呈不断上

升趋势，此症若未能得到有效的诊疗，将可能导致慢性肾衰

竭的发生，使患者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，故应该对糖尿病肾

病患者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，临床药物治疗方面，

主要以西药治疗为常规治疗方法，但有研究人员表明[2]，采

取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，且能够有效的

抵抗炎性因子，为了进一步研究中西医结合对糖尿病肾病患

者细胞免疫方面发挥的作用，本次研究选择 2017 年 1 月至

2018 年 12 月至我院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当做研究

对象加以研究，现将报道示下。 

1.资料以及方法

1.1一般资料 

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至我院收治的 100 例

糖尿病肾病患者当做研究对象，并以抽签法将其均等划分为

观察组（50 例）及对照组（50 例）。观察组男性 29 例，女

性 21 例；年龄 47~74 岁，均龄（64.39±6.42）岁；病程 4

个月~5 年，平均病程（2.04±0.19）年。对照组男性 30 例，

女性 20 例；年龄 46~75 岁，均龄（64.16±6.38）岁；病程

5 个月~4 年，平均病程（1.96±0.17）年。两组经对比一般

资料，差异不明显，无统计学意义，P＞0.05，两组可比。 

1.2方法 

两组患者均给予调酯、抗凝、降压、胰岛素治疗以及低

蛋白饮食等基础性治疗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使用前列地尔注

射液（国药准字 H20100179，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）

静脉滴注治疗，使用剂量为 2ml，将药物置于浓度为 0.9%

的 100ml 氯化钠溶液之中，给予患者静脉滴注，持续治疗

14d。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联合糖通饮治疗，药

物组方：黄氏 20g，生地黄 20g，草决明 20g，地骨皮 15g，

山药 15g，丹参 15g，山茱萸 12g，泽泻 9g，牡丹皮 9g，茯

苓 9g，水煎服，煎至 400ml，每日早晚服用，1 剂/d，持续

治疗 14d。 

1.3观察指标 

此次研究主要以 T 细胞亚群、白细胞介素（IL）-6 以

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作为观察指标。其中 T 细胞亚群主要选

择 CD4+、CD8+、CD4+/CD8+三项指标进行观察。 

1.4统计学方法 

通过 SPSS20.0 进行统计学分析，（x±s）代表计量资

料，经 t 检验， %代表计数资料，经 X2 检验， P＜0.05 时，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 

2.结果

2.1两组 T细胞亚群以 IL-6指标水平的对比 

如表 1 所示，治疗前，两组 CD4+、CD8+、CD4+/CD8+、

IL-6 对比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P＞0.05；治疗后，两组 CD4+、

CD8+、CD4+/CD8+、IL-6 均优于治疗前，组内差异有统计

学意义，P＜0.05，且观察组的 CD4+、CD8+、CD4+/CD8+、

IL-6 均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，P＜0.05。 

表 1 两组 T 细胞亚群以 IL-6 指标水平的对比（x±s） 

组别 CD4+(%) CD8+(%) CD4+/CD8+ IL-6（ng/L） 

观察组（n=50） 

治疗前 45.21±4.51 27.86±2.77 1.43±0.12 9.14±0.91 

治疗后 26.23±2.58 36.03±3.58 0.73±0.06 5.32±0.53 

t 6.081 6.274 5.027 5.736 

P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

对照组（n=50） 

治疗前 45.18±4.48 27.89±2.82 1.45±0.13 9.07±0.87 

治疗后 37.14±3.62 30.08±2.97 1.09±0.09 7.08±0.69 

t 5.127 5.649 4.824 5.4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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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

t 治疗前组间比较 0.647 0.872 0.763 0.671 

P 治疗前组间比较 ＞0.05 ＞0.05 ＞0.05 ＞0.05 

t 治疗后组间比较 4.821 4.873 4.237 4.743 

P 治疗后组间比较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

2.2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

观察组治疗过程中出现 1 例静脉发红，不良反应发生率

为 2%；对照组治疗过程中出现 2 例静脉发红，并发症发生

率为 4%。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P

＞0.05，X2=0.628。 

3.讨论 

糖尿病属于临床常见慢性病症，而糖尿病肾病则属于一

种微血管并发症，其特点具有一定的隐匿性，且发展的速度

比较缓慢，此病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明确，但诸多研究人员认

为，早期糖尿病可导致肾脏血液动力学发生变化，肾血浆流

量会升高，且肾小球的滤过率也会升高，当蛋白量的摄入增

加后，这种情况会表现的更加明显，除此之外，当患者血糖

居高不下时，会导致肾微血管发生内皮病变，从而致使肾实

质出现缺氧缺血，氧自由基也会出现增加，这便会导致氧化

应急反应强度增加，从而造成患者肾脏受到损伤[3]，当早期

疼尿病肾病未能够得到及时医治，将会发展成终末期肾病，

甚至造成患者死亡。 

前列地尔属于一种靶向制剂，能够在受损血管位置分

布，且对于痉挛血管可具有选择性作用，并能够使血管得到

扩张，使炎性细胞因子及其活性得到控制，从而使肾脏出现

的炎性反应得以有效缓解，可发挥保护肾脏的作用[4]。随着

医学的不断发展，中西医结合疗法也逐渐应用于临床治疗

中，祖国医学认为，此症属“腰痛”、“水肿”范畴，应以

通畅经络、清热祛湿为主要治疗方向，本次研究所选择的糖

通饮中，生地黄、山茱萸、山药以及黄氏具有益肾补虚、调

养气阴之功效，可治本虚，而泽泻、茯苓、丹参、地骨皮以

及牡丹皮具有疏通肾络、泄浊化瘀之效，可治标实，全方可

标本兼治[5]。将两种药物结合使用，能够发挥互补，实现有

效治疗。 

本次研究中，观察组经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其 CD4+、

CD8+、CD4+/CD8+、IL-6 均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

义，P＜0.05。可见，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更为有效的

将炎症因子水平降低，并改善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，从而使

疗效得到有效提升。 

综上所述，糖尿病肾病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增

强细胞免疫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，值得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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